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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一代經歷過文革的「知

青」，近二十年來經歷了兩次自我調

整。第一次是從70年代末、80年代

初開始，我們在反省「文革經驗」

時，從對政治運動、教條主義、極

左政策深惡痛絕的覺悟中，逐漸走

向獨立思考，解放思想。第二次是

從90年代初開始，年青的人文學者

在一種比較特殊的社會環境下又一

次進行自我調整，這就是圍繞學術

規範、人文精神的討論。這次調整

的標誌是《學人》創刊號上那一組「學

術史筆談」文章。六七年過去了，

《學人》的一些作者身體力行，各自

推出了比較成熟的著作，在北大出

版了一套「學術史研究叢書」，頗引

起學界關注。最近當我讀完陳平原

的《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一書時，

有一種感覺，平原當年大概是早有

想法且有決心的。此書是他用六年

的心力，在北大三度開設「學術史研

究」這門課，且在《學人》叢刊上發表

了系列相關論文後的一個結晶。他

從文學史轉向學術史研究，不僅表

現了他對拓展一個新的研究課題的

銳勁；更重要的，是表達了他對承

繼學術傳統和對自我在學術史上的

定位的關懷。

寫作學術史首先遇到的問題

是：怎樣寫？寫作目的為何？對

此，各人的看法自然會有不同，一

般人喜歡標榜自己研究學術史是為

了客觀9述學術演變的歷程，陳平

原對此則有他自己的獨特看法。他

在北大開設「學術史研究」課程的簡

介中如是說：

學術史的主要功用，還不在於在對

具體學人或著作的褒貶抑揚，而是

通過「分源別流」，讓後學了解一代

學術發展的脈絡和走向；通過描述

學術進程的連續性，讓後來者盡快

進入某一學術傳統，免去許多暗中

摸索的工夫。這不只是一項研究的

追尋現代中國學術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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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陳平原從文學史轉向

學術史研究，並著有

《中國現代學術之建

立》一書，不僅表現

了他對拓展一個新的

研究課題的銳勁；更

重要的，是表達了他

對承繼學術傳統和對

自我在學術史上的定

位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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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更是一種自我訓練，在探討

前輩學人的學術足}及功過得失

時，其實也是在選擇某種學術傳統

和學術規範，關鍵是在研究過程

中，親手觸摸那個被稱為「學術傳

統」的東西，有過感覺和沒這個感覺

就是不一樣。具體的知識和技能可

以講授，而這種學術境界只能自己

去感受和領悟。治學不只是求知，

不只是擇業，更體現為一種人生選

擇和人生價值追求。

我以為這是頗具個人感受的經驗之

談。按照這一看法，他的著作不是

取平鋪直9式的通史寫法，也不是

一個一個人物式的「學案」估衡，而

是以問題為中心。其所設置的問

題，舉凡求是與致用，官學與私

學，學術與政治，專家與通人等，

都是關係到現代學術之建立及其走

向的關鍵問題，也是他所關心的學

術傳統這條血脈。這種看法顯然比

僅僅從技術上把握學術規範更具深

層意義。實際上，我們這一代的學

術規範意識之所以薄弱，很大程度

上不僅是學力不夠，更是缺乏學

術上的「師承」關係，也就是無學

術傳統可言，缺乏學術的「根柢」。

8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之所以從反

省文革，到反思50年代以來建造的

意識形態，再回到五四啟蒙傳統；

從反省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流選

擇，到重新認識非主流的思路，再

到開掘中國傳統人文資源；為的就

是尋找中國學術的「根」，挖掘和構

建民族文化的偉大傳統。

學術史研究可從兩方面入手：

一是研究學術內部的問題，如老

（子）學史、經學史、紅學史、小學

史等專門的學術問題；陳書中的第

五章〈作為新範式的文學史研究〉、

第六章〈關於經學、子學方法之爭〉

大概可歸於這類問題；二是研究學

術與其他層面的關係，如學術與社

會、學術與政治、學術與巿場等，

這可稱為知識社會學、知識政治

學、知識經濟學。二十世紀中國學

術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學術的外部矛

盾極為激烈，因此，學術與政治、學

術與社會、學術與經濟等外部關係

也就比較複雜，如何處理學術與這

些層面的關係也就成為人文學者特

別敏感而又十分棘手的問題。

造成這一現象的客觀原因是

二十世紀中國社會比較動盪，政治

氣候變化無常，它不僅干擾學者們

的視野，同時也激發學者們的熱

情，引起他們連綿不絕的思考。從

主觀上來追究，隨�專制主義的政

治秩序走向崩潰，傳統的學術與政

治的依附關係逐漸解脫，學者的自

主意識明顯增強，學術獨立的品格

凸顯出來，由此學術與其他層面的

矛盾與衝突也變得更為突出。

陳書花了相當篇幅來討論這一

問題，其意在凸顯學術獨立的精

神。第二章討論章太炎關於官學與

私學的關係，陳書認為，章太炎終

其一生基本上是一個在野的思想

家，對官場始終沒有好感，對朝廷

興學的誠意及效果抱懷疑態度，對

「暴政」與「利祿」對學術的雙重摧殘

有深刻的體會，故對康、梁將振興

學術的希望完全繫於朝廷的自新很

不以為然。章氏對二千年來的私學

傳統十分推崇，以為就學術貢獻而

言，私學的貢獻在官司學之上。章

太炎的「學在民間」要求不僅僅是出

於反清的考慮，更是在總結中外歷

史所得的一個結論，是對「學術獨

立」的一種訴求。

第三章以胡適為例證，評論學

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的

一個突出特點是：學

術的外部矛盾極為激

烈，因此，學術與政

治、學術與社會、學

術與經濟等外部關係

也就比較複雜，如何

處理學術與這些層面

的關係也就成為人文

學者特別敏感而又十

分棘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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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儒學的一種新方式

●  呂文江

楊念群：《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

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

研究》（北京：三聯書店，1997）。

中國歷史的史料素材汗牛充

棟，尤其涉及明清史領域，更是如

此。面對如此之多的歷史材料，今

天的中國史學界卻表現出其在運用

理論進行分析上的無能為力。在虛

假的「復原歷史真像」的意圖作用

術與政治的關係。陳書�重考察胡

適對政治的態度，在述及胡氏對學

潮的態度時，陳書認為：

在所有論及學潮的文章中，胡適談論

的中心不是該取何種政治信仰，而是

該如何處理問政與求學的關係。前期

相對傾向於肯定學生的問政熱情，後

期則突出學生求學的天職。由於學潮

乃現代中國政治鬥爭的重要手段，胡

適此等學究氣的勸說實際起不了多大

作用，徒然被對立的政治集團同時曲

解為「煽動學潮」或「鎮壓學潮」。

胡適這種處理學潮的態度與政治家

處理學潮的策略頗有矛盾，因而往往

兩邊都不討好。陳著一反過去貶抑的

觀點，對胡適持「同情的了解」。實際

上，胡適的這種尷尬處境是當時教育

不獨立、學術不自由的一種反映。

中國自古有修治學術史的傳

統，現代學術史可以說是一項「新

寫」、「續寫」的工作。這一工作目前

多在一些人物個案研究層面展開，

一些基礎性的工作，如「學術編

年」、「學案」、學派研究，還顯得很

不夠，以致我們對現代學術還需用

一種「考古的心態」去發現歷史。陳

平原這一部書應當說樹立了一個很

好的範例，也提供了一個新的起

點。說到底，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

不應僅僅是西方的一些學科觀念的

引進，還應包含一種現代學術精神

的確立，這種學術精神又畢竟離不

開中國傳統的人文資源的支援。陳

書的可貴之處在於：他注入了濃厚

的學術規範意識，突顯了現代中國

優秀學者的學術獨立精神和其挖掘

中國人文的傳統資源的一面。這對

重新建構一種比較健康的學術傳

統，對二十一世紀中國的人文學術

建設，我以為都是一件有價值且必

需做的事。

中國自古有修治學術

史的傳統，現代學術

史可以說是一項「新

寫」、「續寫」的工

作。這一工作目前多

在一些人物個案研究

層面展開，一些基礎

性的工作，如「學術

編年」、「學案」、學

派研究，還顯得很不

夠，以致我們對現代

學術還需用一種「考

古的心態」去發現歷

史。


